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读 书编辑：刘妍言 美编：胡健博 校对：古 月版4
2022年5月12日 星期四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本报讯（记者 杨志
勇）近日，由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题署书名，和谷、陈
长吟、朱鸿、王海、周养俊
等著名作家联合推荐的
新诗集《一壶清风》由南
海 出 版 社 公 司 出 版 发
行。这是我省职工作家、
诗人田丽娜继古体诗词
集《一拢清欢》之后的第
二部作品，该书装帧精美
典雅，与轻盈灵动的诗句
内容相得益彰。

这部作品面世以来受
到广大读者纷纷称赞。其
中有作者个人感怀、情感
抒发、河山咏叹，还有时代
脉搏的跃动音符，相比她
的第一本作品更体现了时
代精神和广阔的题材书
写。作家和谷的点评代表
了读者的共同心声：读田
丽娜的诗词，似乎遇见一
个从宋词中走来的女子，
在生活的沙滩上漫步，不
时弯下腰来寻捡一粒粒珍
珠，便有了这一捧字斟句
酌的诗词之尤物。如血珠
般的相思豆，如秋月似的
白瓷器，似早春的花蕊，抑
或像少女纯情的眸子，可忖，可赏，可品，可志。除
却衣食住行，油盐酱醋或鸡毛蒜皮，有暇静读这种
格调的诗词，心境会清亮许多。

资 讯

“江南五月碧苍苍，蚕老枇杷黄。”立夏前后，枇杷悄
然上市。在众多水果中，枇杷是唯一历经四季的宠儿，
它秋萌、冬花、春实、夏熟，可谓是集四时之灵气。且枝
叶葱郁，经霜不凋，因而有“质贞松竹”之美誉。其花、
叶、果均可入药，为治咳良方；果实甜蜜多汁、清爽可口，
而文人墨客也颇多着墨。

日里闲来无事，尝鲜枇杷佳果之余，品咂古人留下
的有关枇杷的诗文与典故，也别有一番趣味。

“有果产西裔，作花凌蚤寒。树繁碧玉叶，柯疊黄金
丸。”北宋诗人宋祁这首吟咏枇杷的五言诗，首句点明了
枇杷的原产地，而后寥寥数笔，勾勒出枇杷“花开早、叶
繁绿、果金黄”等特点。据说枇杷原产于四川的夹江县，
到了唐代，枇杷已被列为贡品，产地逐渐扩展至大江南
北。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有“淮山侧畔楚江阴，五月枇
杷正满林”的诗句，可见当时枇杷栽培的盛况。

宋人戴敏在《初夏游张园》中写道：“乳鸭池塘水浅
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
金。”这首诗写的是立夏前后江南田园的醉人景色，称得
上是吟咏枇杷的名篇。有人误以为此诗是江湖派诗人
戴复古所作，其实属于张冠李戴，不过倒也相差不远，因
为写作此诗的戴敏正是复古先生的父亲。这父子都是

“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挺好玩且很会玩，用现在的话
来说，就是挺“作”的。

想象这么一副美景：春末夏初，熟梅时节，果园里莺
歌燕语、景色如画，诗人们载酒游园、纵酒当歌，酒酣耳

热之际，随手摘取枇杷来解渴，真是大快朵颐、酣畅淋
漓，别说吃了，想着都让人心醉！

有一首打油诗也与枇杷有关，说的是有人想送礼给
县令，获悉县太爷喜食枇杷，故托人送上枇杷数筐，附函
曰：“送上琵琶两筐云云。”县太爷收到礼物与书函后，自
觉好笑，回信调侃道：“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怨当年识字
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姑且不论故事
的真实性如何，及回书调侃送礼之人是否妥当，单就诗
文内容而言，其实写诗的人也是半桶水一个，他不知枇
杷其实也叫“琵琶”，古籍《本草衍义》早有解释：因枇杷
其叶厚长而呈圆形，状如琵琶，故而得此名。

而要说起与枇杷有关的悼念之绝唱，非归有光的
《项脊轩志》莫属。今人写枇杷文，常引用其最后一
段：“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
盖矣。”

遥想当年，归有光与妻子曾同居于老房的项脊轩
中，他寒窗苦读求功名，妻红袖添香陪夫君。闲暇时，
妻就在他的书桌旁学写字，而他也会给妻说些家国大
事。虽是粗茶淡饭、条件艰难，却也不碍他俩夫唱妇
随、恩爱缠绵。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六年之后，其妻
因病撒手人寰，撇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苟活于人
世，“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如今，妻去
世前那年亲手栽种的枇杷树，已出落得是挺拔高大，枝
盖如伞，而他对妻的思念之情，非但不减，反像这棵枇
杷树一般，愈发根深叶茂了。 □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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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一定要热爱点什么。这话不是我说
的，是已故作家汪曾祺先生说的。

已经忘记初次阅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什么
时候的事了，总之是很多年前。《跑警报》《葡萄月
令》《受戒》《黄油烙饼》《詹大胖子》《昆明的雨》等，
这些作品语言轻松、朴实，娓娓道来、回味无穷，就
像是一道道家常菜，那么爽口、入味，读的过程让
人痴迷，读过之后让人满足。

自从迷上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我就想尽一切
办法去借、去买、去读他的书。别的书，或粗浅或
细致地读一遍也就罢了，而汪先生的文字，我却是
从头读到尾，不肯漏掉一个字、一个词，而且喜欢
反复读，通常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隔一个月再读，
还是那么有味道，令人愉悦，叫人回味。

记得有一次和几位爱好文学创作的朋友聊
天，其中一位老朋友忽然瞪大眼睛看着我，认真地
说：“最近在网上读了你写的几篇文章，颇有汪曾
祺先生的味道了。”我听了先是一愣，继而笑了起
来，忙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大概是读先生的文字
比较多吧！”

我并没有刻意去模仿汪曾祺先生如何读书、
如何写作，但正如网络上的那句话所云：“所有读
过的书，看过的诗，念过的词，都会写进我们的气
质里，藏进我们的灵魂里，变成眼底的清风朗月，
变成心中的星辰大海。”我也经常给比我年龄小的
读者推荐汪曾祺先生的书，尤其他的散文，一定要
读，读了就知道生活多美好，生活多有趣。甚至，
我告诉他们春天必须读《葡萄月令》。冬天读哪
篇？当然是《冬天》，让“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样
的句子温暖心境。

汪曾祺先生博学多识，情趣广泛，不仅擅长写
作、书画、篆刻，对烹饪美食更是热衷，先生曾写过
大量篇章，将中国“吃”文化演绎到了一个新境
界。《贴秋膘》《故乡的食物》《豆汁儿》……那些美
味，在先生笔下，鲜活生香，惹人喜爱，读来真的
是一种多重触感的享受。那么平实的语言，准
确、简洁、自然，营造出疏淡、雅致而含蓄的意
境，让人陶醉。汪曾祺先生说：“世界先爱了我，
我不能不爱它。”他的文字耐读、有味，大约就是
因为这份热爱——对家人、对朋友、对大自然、对
生活的那份深挚的爱。

一提到汪曾祺，可能很多人会说：“哦，那个
可爱的老头儿。”先生的文字朴素又高雅，字里行
间既有江南的泥土芳香，又有沁人心脾的书香
味，读他的散文，真就好像是聆听一位性情和蔼、
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谈他的人生经历，虽然话
语平常，但饶有趣味，令人心生颇多感慨。

在我看来，汪曾祺的文章是茶，每日相伴，多
年不变，越品越有味，渐渐品出生活的浓度和味
道，久读成瘾。所以，《汪曾祺全集》是我珍藏在书
柜里的一套经典图书，百读不厌。 □郭雪强

人 间 有 味
——读《汪曾祺全集》

2022年是西南联大建校85周年，天地出版社
日前推出《西南联大通识课》纪念版本。包括《西
南联大文学课》《西南联大国史课》《西南联大哲学
课》《西南联大诗词课》《西南联大文化课》《西南联
大古文课》《西南联大国学课》七本书，展现不同角
度的西南联大、不同角度的中国文化。

西南联大能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培养
出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光
亚、赵九章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170
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与西南
联大所实行的通识教育密不可分。

《西南联大通识课》收录西南联大15位教授
的讲义、文章，从文学、国史、哲学、诗词、文化、古
文、国学七个不同的角度重现西南联大具有开拓
性和系统性的通识教育，以及西南联大各位教授
深厚的学术功底。该套丛书除了再现西南联大的
通识教育，也是一次对中国文化的回望。

《西南联大通识课》
朱自清等著 天地出版社

我与书

文人，都有一种书房情结。在小家屋檐之下，享受
了人间温情，世俗烟火之后，书房，常常成为心目中极
好的去处。再困窘的文人，都会腾出一方空间作为书
房。但有书房的人，不一定就是文人。

书房，自然是读书用功的去处。为什么要读书？
自古至今，人们都有较共性的认识。古人说：“书中自
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人们对书寄予的美
丽情感、美好愿望。现代人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
是财富。”这正是古人说法的翻版。

文人书房里，书桌是必不可少的。或简陋或精致
的书桌可以供人读书、写字、作画，甚至在它面前沉
思。一张桌子能被当作书桌，是一种幸运。“桌”最早为

“卓”，有高而直立之意。在古代起居方式还处于跪坐
与盘坐之时，为宜于手臂的活动，书桌的高度还较矮，
桌面短而窄。到了唐末，起居方式转变为“垂足而坐”
时，书桌才随之逐渐变高、变长、变宽。古代有书桌、画
案之分，书桌附抽屉，画案则没有，是站着作画时所
用。当然也可以将画案当书桌使用，集作画、写字、读
书于一体。

古代文人的书房，书桌之上少不了文房四宝，即
“笔墨纸砚”以及相配套的笔筒、笔架、砚滴、水盂、笔
洗、镇纸、薰炉、印盒、印章等。文房四宝中，最能传世
的一宝是砚台，别名润色先生。南宋陆游则将“文房四
宝”称作“文房四士”。有诗为证：“水复山重客到稀，文
房四士独相依。”

在宋代，笔、墨、纸、砚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
绘画用具。这里的“笔”，指毛笔，是古代中国独具特
色的书写、绘画工具。据传毛笔为蒙恬所创，具有

“尖、圆、健”等特点。这里的墨，是书写、绘画的色
料。唐代制墨名匠奚超、奚廷父子制的好墨，受南唐
后主李煜的赏识，全家赐姓“李”，从此“李墨”名满天

下。后立足于产地改名为“徽墨”。这里的“纸”，指宣
纸，是供毛笔书画用的独特手工纸，宣纸质地柔韧、洁
白平滑、色泽耐久、吸水力强，有“纸寿千年”的声誉。
这里的砚，俗称砚台，是中国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
具。自汉代流行，宋代普遍使用，明、清两代品种繁
多，出现了被人们称为“四大名砚”的洮砚、端砚、歙砚
和澄泥砚。

中国古代文人除了吟诗赋文以外，基本上都是或
能书，或能画，或既能书又能画之人，他们一生之中都
离不开笔墨纸砚这四样东西。

如果条件许可，书房案头可置墨床，即墨架或墨
台。研墨停歇之时，因墨锭磨墨处湿润，乱放容易玷
污他物，置墨床可供临时搁墨锭之用。清代是文房雅
玩的鼎盛时期，墨床的制作材质，也从古铜、玉器，发
展到紫檀、陶瓷、漆器、琥珀玛瑙、翡翠、景泰蓝。它从
单纯的承墨用具，发展到既实用又可赏玩的艺术品。
还有印泥盒，亦称印奁、印色池。文人用其蓄藏印
泥。所用材料有玉、石、竹、木、角、漆、金、银、铜、铁、
象牙等多种，造型各异，雕琢精妙，可用可赏，以瓷质
者为最佳。史上有“印色池，唯瓷器最宜”之说。还可
备镇纸，镇纸起源于古代文人对小型青铜器、玉器等
的珍赏，常放置在案头把玩，因其有一定的分量，往往
随手拿过来压纸、压书，久而久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
文房用具。若能配一胡桃木笔盒，可完美容纳一支铜
木笔、一枚铜印章、一把铜木镇尺。可书写、可把玩、
可帮助阅读，便携实用更不失文雅格调。

中国古代文人互赠礼物，大抵就是具有雅致意味
的文房四宝。一物一心，雅趣共赏，心意转换，勾连着
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愫的表达。《红楼梦》第十四回，就
连向来不问人情世故的林黛玉，自苏州老家回到贾府
时，也不忘把从苏州带来的“纸笔等物分送与宝钗、迎

春、宝玉等。”
文人的书房，其情趣和品位因人而不同。刘禹锡

为自己的书房写有《陋室铭》，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书房，成为许多读书
人向往羡慕的去处。然而，刘禹锡潇洒飘逸、不慕名
利的背后，却是三度搬迁。他的书房是名副其实的
陋室，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但因为刘禹锡自
身的原因，这“陋室”才显得丰姿绰约，大有嚼头。蒲
松龄书房，名为“聊斋”。相传，他在创作《聊斋志异》
时，为搜集素材，常设烟、茶在路边，过路人只需到此
讲讲故事、传闻，或聊聊天，便可免费享用。一旦听
到有用的“材料”，蒲松龄就回去整理成文，他的书房
名“聊斋”也因此而来。鲁迅性情严谨，处事细致，其
书房特别整洁有序。20世纪 20年代，鲁迅支持学生
运动，被反动文人诬为“学匪”。因此，鲁迅把其寓居
北京西三条胡同的书房，取名为“绿林书屋”，以讽刺
反动文人的别有用心。徐志摩的书房充满浪漫情
怀，其夫人陆小曼原名“陆小眉”，他出于爱恋之情将
新居书房定名为“眉轩”，寓“举案齐眉”之意。

然而，现实状况是：爱书的人未必有书房，未必爱
书的人却拥有很大的书房；看书的人没处放书，不看
书的人有的是地方闲置。好在，书房归根结底只是一
种外在的形式，文人读书做学问，写文章，有一方空间
即可，正所谓“精的固佳，陋的亦不坏”。身在陋室，思
想或许更为精致、机巧、深刻。

时间久了，日子长了，思想可以在书房里了无拘
束地走动，世俗的灵魂也会在书香的熏染下变得纯
粹、澄澈而豁达。怪不得叶梓在《书房散记》中说：“上
有天堂，下有书房。”如果说书是灵魂栖居的所在，那
么书房便理所当然是灵魂走动与栖息的地方了。

□程应峰

书 房 里 的 走 动 和 栖 息

书人书事

收到李焕龙先生的赠书，看
到一排排赭红色书架作为背景
的封面上醒目的“图林情缘”四
个字，一种阅读欲望油然而生，
我便怀着兴奋而肃然的心情打
开了扉页。

全书分为那些可爱的阅读
者、图书馆人的苦与乐、我的图
书馆情缘、致力阅读与推广、全
民阅读启示录五辑。

第一辑的“那些可爱的阅读
者中”，作者用 27篇独立的小故
事给我们展现了安康人爱读书
的不同特点。如《敬书之人》《跟
书学艺》《狠读》《她因读书而可
爱》《沉醉于书香的流浪者》《你
读书的样子》等等。其中《敬书
之人》讲的是岚皋县一位年近八
旬的退休教师，在图书馆里找书
之前，每次都要用一条雪白的毛
巾，细细擦拭每一根手指；他选
书时，“取书很慢、很轻，瞅准后
并不直接取出，而是先将其两边
的书轻轻分开，再用手指捏住所
选图书的中部，一点一点缓缓抽
出。”当他选到自己心仪的书籍
时，便“把毛巾铺在桌子上，将书
放在毛巾上，缓缓打开，细细阅
读前言、后记、目录。”如果是想
要借回家看的书，“他就打开毛
巾，把书整整齐齐地包好，再从
上衣右下方的口袋掏出一只塑
料袋，装入包好的图书，牢牢地
抱在怀中。”作者如果不是用心
去观察、用真情去交流，就不会
把老先生找书、看书、包书时一
系列严肃、认真、虔诚的动作流
程写得这么形象并具有画面
感。老先生对书的敬畏之举也
让我们后辈汗颜，我们应该向老
先生学习，对书籍、对知识要怀
有敬畏之感。

第二辑的“图书馆人的苦与
乐”中，作者同样用 27个小故事
给我们描写了图书馆人为力推
全民阅读而付出的艰苦努力。
如《送阅读》《酒店墨香》《桥儿沟
亮点》《乡间兴起读书会》《文化
使者》等。其中《送阅读》是安康
市图书馆组织阅读志愿服务队
经常不辞辛苦，深入巴山腹地、
秦岭深处开展活动，给敬老院老
人、生病的人送书、读书，让精彩
的故事减缓他们的疼痛，驱除他
们的寂寞，丰富他们的内心世
界。图书馆员爬山过沟、风雨无
阻连续送阅读行动，目的是力争
实现安康全民阅读不留盲区，人
人享受阅读之乐。《桥儿沟亮点》
让我们获悉了白河县的文化历
史渊源，该县城多为山地，古代
因汉江商道、水旱运输之需，建
筑都是依山而建的，其方法为顺
山凿通道、贴着悬崖垒崖屋、跨
着溪流盖吊楼。这种“房挤山水
间，路在房丛钻”的明清古建筑
群，因其独特，被列为“全国历史
文化名街”，成了白河县最有文
化含量的特色社区。虽寸土寸
金，但白河县的文化氛围弥漫在
桥儿沟的角角落落。“白河县文
联创作基地”有宽大的书案、仿

古的木椅，书桌上摆满了文房四
宝，书架上满是中外名著与线装
古本图书。建于溪流之上的衷
家大院，正房门口挂着“白河县
图书馆文化驿站”的牌子，室内
是图书馆标准布局，有书籍、报
刊，其中少儿类、成人类图书以
社科为主，报刊有时政、休闲
类，兼顾文学艺术。阅读室都
是木制桌椅，古色古香，让人静
心凝神。来这个驿站读书的有
头发花白的老者，有趴在地上
争看绘本的孩童，有陪着孩子
共同阅读的父母，有做作业的
中小学生。衷家大院经过图书
馆人的不懈努力，不仅成为市
民的图书馆，游人的打卡地，还
成为白河县文旅融合、对外宣
传的窗口。

第三辑的“我的图书馆情
缘”中，作者用《书海遨游》《在
朋友圈构建服务联盟》《建个书
香民宿》《向学生推广地方文
献》等 19 篇短文故事，展现了
与同事们在书香安康建设行程
中的探索与收获。《书海遨游》
写的是在时间紧、任务重、购书
经费少的情况下，作者和同事
一同出差在书库采书的过程。
作者带着从朋友、读者、熟人、
大数据分析得来的书单，在书
海中反复对比价格、社会影响、
作品价值，因延误公司规定时
间而自愿提出不午休、不吃饭、
自己打车返回为条件，最终加
班加点完成了采书任务。字里
行间体现出了作者对读者的责
任，对工作的热爱，对每一本书
将在读者中发挥作用的预见
性。就像文中写的“我和同事相
视一笑，走进书库。再次投入茫
茫书海，扑面而来的书香令人迷
醉，我又像打了鸡血般兴奋起
来。”《向学生推广地方文献》一
文，更是体现了作者热爱家乡的
赤子之心。作者每每给高校、中
小学生做阅读推广讲座、地域文
化学术交流时，在互动环节以自
备的地方文献类图书为奖品发
给学生，让本地学子和外来学生
了解安康、认识安康、热爱安康、
宣传安康。作者时刻不忘阅读
推广人的本能，处处显示着图书
馆人公益服务的情怀。正如作
者说：“作为图书馆人，当凡事不
忘阅读推广；作为阅读推广人，
对外交际当以书为媒。”

第四辑的“致力阅读与推
广”中，作者又用 19 篇短文故
事，回答了图书馆人为当好阅读
推广人，该如何读书、怎样荐
书。作者对《这才是业界需要的
业务指南》《静以修心，静心为
文》《我为文化联姻击掌》《古诗
词中品年味》等阅读推广中发生
的故事，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
让我们看到图书馆人为推广阅
读工作、为书香安康建设而做的
艰苦努力。

第五辑的“全民阅读启示
录”，记录了作者在推动图书馆
事业过程中的学思悟践与心得
体会。如送阅读不仅是“我读你
听”，让我们了解到社会上还有
文盲、半文盲、视障者、因病不能
翻书者、喜欢大学生用普通话读
书的老人。而这种工作不仅仅
是一次次的“我读你听”，而是要
满足听者的不同需求。有些老
人要听故事梗概，有些老人要听
经典片段，有些老人对不懂的地
方要反复提问等等。这就给阅
读志愿者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要
求阅读志愿者事先做好功课，对
阅读的书籍要提前通读，了解讲
解内容概况，熟知经典细节，还
要学会导读、解读。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文化生活新需求。

李焕龙的《图林情缘》，向我
们展示了一名阅读推广人的心
路历程，一位基层图书馆人对全
民阅读事业的用心用情。每篇
文章都自然亲切，就像是生活中
你、我、他的日常对话，写出了我
们心中皆有、只有作者笔下能见
的有关读书人的有趣故事。每
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渗透了作
者“力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安
康”的心血，展现了一群热爱阅
读、热爱公益、热爱写作的安康
人群体形象；也让我们知道了有
这么一群为阅读推广而奔走、而
奉献的安康图书馆人，看到了他
们对阅读推广事业的热爱与担
当。做事唯有真情意，书香处处
好故事。

阅读推广工作是一项长期
事业，我相信作家李焕龙，虽然
因为退休而告别了图书馆的工
作岗位，但在阅读推广的路上还
会为我们传播更美好的阅读故
事；作为曾任图书馆长的李焕
龙，终身会情系阅读推广事业，
与书为友，与读者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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